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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视场无界线双光镜片，将自由曲面设

计、加工方式应用于双光镜的车削，可以消除传

统双光镜片上肉眼可见的区域分界线，同时保留

它原有的视场优势，与传统双光镜相接近。当配

戴者的视线移至下方的视近区时，可以清晰近距

离阅读、工作，视场范围比传统双光镜和渐进多

焦点眼镜都更大，当配戴者在视远和视近之间切

换时，视线需要跨越镜片中央的非工作区域，通

过设计时将该区域压缩至镜片中央的狭长范围

内，从而尽可能地增大视远区和视近区的范围，

但像散分布也会比较集中，引起视物形变和模糊

现象，且由于该区域的球镜屈光力变化是连续，

面型也是连续的，因此不会出现像跳现象。综上

所述，本发明涉及的无界线双光镜片尤其适合于

需要兼顾远用和近用工作场合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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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视场无界线双光镜片，包括2个工作区域，所述的2个工作区域分别为符合远

视力处方的视远区和近视力处方的视近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无界线双光镜片还包括1个

非工作区域，所述的非工作区域位于视远区和视近区之间，且上下两侧分别与视远区、视近

区相接壤，所述的视远区占据镜片整个上半部分工作口径及以上，所述的视近区占据镜片

下半部分口径的50%以上，所述的非工作区域为镜片除视远区和视近区的余下区域，所述的

视远区、视近区和非工作区域之间的曲面为二阶连续光滑的曲面且不存在区域间的面型突

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视场无界线双光镜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非工作区域是指

像散大于0.12  D的镜片区域，且非工作区域的上端与视远区接壤，下端与视近区接壤。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视场无界线双光镜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非工作区域位于

镜片中央的狭长范围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视场无界线双光镜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视远区具有稳定

均匀的屈光力，且屈光力符合远用处方度数要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视场无界线双光镜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视近区具有稳定

均匀的屈光力，且屈光力符合近用处方度数要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视场无界线双光镜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视近区起始于视

近参考点，向镜片下方呈扇形延伸分布。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视场无界线双光镜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镜片的面型为自

由曲面，位于镜片前表面或镜片后表面。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大视场无界线双光镜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自由曲面在视远

区的局部面型为球面或者球柱面，远用参考点是该球面或球柱面的顶点。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大视场无界线双光镜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自由曲面在视近

区的局部面型为球面或者球柱面，远用参考点是该球面或球柱面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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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视场无界线双光镜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光学镜片设计与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大视场无界线双光镜

片。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年龄的增加，晶状体逐渐增厚、硬化，睫状肌纤维张力减小，人眼的调节能力

随之逐渐下降，以致出现近距离工作与阅读困难，这就是老视的出现与持续发展。当老视人

群的远视力得到合理的屈光矫正时，由于该人群调节能力的不足，其近距离的工作、生活与

阅读都会受到很大限制，甚至可能引起头晕、视觉疲劳等不适。此时，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

视觉需求、结合眼科医生的视觉检查结果，选择验配不同类型的眼镜，包括老花镜、双光镜、

渐进多焦点眼镜等等，用以保持远距离视物清晰的同时，缓解近距离工作、生活的不便。

[0003] 上述各种类型的用于老视屈光矫正的眼镜在实际配戴时都有其优缺点。定制的单

光老花镜其优势在于视场广、近距离工作的屈光矫正效果好，但舒适的可视距离有限，适合

只需屈光矫正近视力而对远视力不作要求的人群。双光镜的优势则在于可以同时视远视

近，可视距离优于单光老花镜，适合远距离视物不清同时调节能力不足的人群。但是，双光

镜的视场较传统老花镜受限，且由于存在屈光力的突变，视线跨越视远区与视近区的分界

线时会存在像跳等不适。个性化的渐进多焦点眼镜具有更广的可视距离，但相对的，视远和

视近的视场相对较小。双光镜的光学性能介于单光老花镜和渐进多焦点眼镜之间，包含了

两者的优势，但是受外观和像跳问题影响，市场接受度不高。

发明内容

[0004] 双光镜具有比较优秀的视场与可视距离，但是两个屈光力之间的物理界限导致明

显的像跳，且影响镜片外观，使其市场占有率不高。为了消除双光镜的缺点，同时尽量发挥

它的优势，我们结合自由曲面的设计方式，对传统双光镜片进行面型优化，提供了一种大视

场无界线双光镜片。此种无界线双光镜片保持了传统双光镜的优秀视场范围与舒适可视距

离，同时不再出现肉眼可见的视近区物理分界线，从而消除了像跳现象。无界线双光镜片以

非工作区域替代传统双光镜的物理分界线，非工作区域内的像散会引起视物形变，但作用

范围小，佩戴者容易接受。

[0005]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解决方案是：一种大视场无界线双光镜片，包括2个工作区域，

所述的2个工作区域分别为符合远视力处方的视远区和近视力处方的视近区，所述的无界

线双光镜片还包括1个非工作区域，所述的非工作区域位于视远区和视近区之间，且上下两

侧分别与视远区、视近区相接壤，所述的视远区占据镜片整个上半部分工作口径及以上，所

述的视近区占据镜片下半部分口径的50%以上，所述的非工作区域为镜片除视远区和视近

区的余下区域，所述的视远区、视近区和非工作区域之间的曲面为二阶连续光滑的曲面且

不存在区域间的面型突变。

[0006] 所述的非工作区域是指像散大于0.12  D的镜片区域，且非工作区域的上端与视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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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接壤，下端与视近区接壤。

[0007] 所述的非工作区域位于镜片中央的狭长范围内。

[0008] 所述的视远区具有稳定均匀的屈光力，且屈光力符合远用处方度数要求。

[0009] 所述的视近区具有稳定均匀的屈光力，且屈光力符合近用处方度数要求。

[0010] 所述的视近区起始于视近参考点，向镜片下方呈扇形延伸分布。

[0011] 所述的镜片的面型为自由曲面，位于镜片前表面或镜片后表面。

[0012] 所述的自由曲面在视远区的局部面型为球面或者球柱面，远用参考点是该球面或

球柱面的顶点。

[0013] 所述的自由曲面在视近区的局部面型为球面或者球柱面，远用参考点是该球面或

球柱面的顶点。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提供一种大视场无界线双光镜片，包括2个工作区

域，  2个工作区域分别为符合远视力处方的视远区和近视力处方的视近区，还包括1个非工

作区域，非工作区域位于视远区和视近区之间，且上下两侧分别与视远区、视近区相接壤，

视远区占据镜片整个上半部分工作口径及以上，视近区占据镜片下半部分口径的50%以上，

非工作区域为镜片除视远区和视近区的余下区域，视远区、视近区和非工作区域之间的曲

面为二阶连续光滑的曲面且不存在区域间的面型突变，本发明将自由曲面设计、加工方式

应用于双光镜的车削，可以消除传统双光镜片上肉眼可见的区域分界线，同时保留它原有

的视场优势。当配戴者的视线经过优化设计的镜片视远区时，可以清晰看见远处物体，视场

范围广，优于普通渐进多焦点眼镜，与传统双光镜相接近。当配戴者的视线移至下方的视近

区时，可以清晰近距离阅读、工作，视场范围比传统双光镜和渐进多焦点眼镜都更大，当配

戴者在视远和视近之间切换时，视线需要跨越镜片中央的非工作区域，通过设计时将该区

域压缩至镜片中央的狭长范围内，从而尽可能地增大视远区和视近区的范围。这使得像散

分布比较集中，会引起视物形变和模糊现象，且由于该区域的球镜屈光力变化是连续，面型

也是连续的，因此不会出现像跳现象。综上所述，本发明涉及的无界线双光镜片尤其适合于

需要兼顾远用和近用工作场合的人群。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根据本发明实施的大视场无界线双光镜片的各区域分布图。其中中A和B为

根据本发明实施的大视场无界线双光镜片光学工作区，A为视远区，B为视近区，C为根据本

发明实施的大视场无界线双光镜片非工作区域。

[0016] 图2为根据本发明实施的大视场无界线双光镜片的球镜度区域分布图。

[0017] 图3为根据本发明实施的大视场无界线双光镜片的像散区域分布图。

[0018] 图4为根据本发明实施的大视场无界线双光镜片的自由曲面矢高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实施例

现结合图1、图2、图3、图4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说明，一种大视场无界线双光镜片，包括

2个工作区域，所述的2个工作区域分别为符合远视力处方的视远区和近视力处方的视近

区，所述的无界线双光镜片还包括1个非工作区域，所述的非工作区域位于视远区和视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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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所述的非工作区域位于镜片中央的狭长范围内。且上下两侧分别与视远区、视近区相

接壤，所述的视远区占据镜片整个上半部分工作口径及以上，所述的视近区占据镜片下半

部分口径的50%以上，所述的非工作区域为镜片除视远区和视近区的余下区域，所述的视远

区、视近区和非工作区域之间的曲面为二阶连续光滑的曲面，且不存在区域间的面型突变。

[0020] 所述的非工作区域是指像散大于0.12  D的镜片区域，且非工作区域的上端与视远

区接壤，下端与视近区接壤。

[0021] 所述的视远区具有稳定均匀的屈光力，且屈光力符合远用处方度数要求。

[0022] 所述的视近区具有稳定均匀的屈光力，且屈光力符合近用处方度数要求。

[0023] 所述的视近区起始于视近参考点，向镜片下方呈扇形延伸分布。

[0024] 所述的镜片的面型为自由曲面，位于镜片前表面或镜片后表面。

[0025] 所述的自由曲面在视远区的局部面型为球面或者球柱面，远用参考点是该球面或

球柱面的顶点。

[0026] 所述的自由曲面在视近区的局部面型为球面或者球柱面，远用参考点是该球面或

球柱面的顶点。

[0027] 在实施例中所描述的无界线双光镜片，其内表面即凹面为自由曲面，外表面即凸

面为球面，镜片直径为60  mm，选择的镜片材料折射率为聚碳酸酯（Polycarbonate），前表面

面弯4.0  D，镜片后表面进行无界线双光镜片的自由曲面设计。镜片的光学特性由表面球镜

和像散来表征。

[0028]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附图2是无界线双光镜片的球镜度变化

分布。在镜片上半部分，球镜屈光力恒定为零的区域是视远区，可以提供最大的远用视场，

满足配戴者视远的视觉需求。在镜片下半部分，球镜屈光力恒定为2  D的区域是视近区，视

场相对小一些，可以满足配戴者视近的视觉需求。在垂直方向过镜片中心的主子午线上，球

镜屈光力至上而下单调递增，不会出现像跳现象。

[0029] 附图3是无界线双光镜片的像散分布。在镜片上半部分，像散恒定为零的区域是视

远区。在镜片下半部分，像散恒定为零的区域是视近区。在镜片中央，像散密集分布的弯月

型狭长区域是非工作区域，间于视远区与视近区之间，中心最窄纵向宽度可以小于10  mm，

因为屈光力快速变化且像散密集，无法形成有效的中距离视觉辅助功能。像散自非工作区

域的中心向两侧外围快速递增，最高像散数值远超近用加光度数，有助于在视觉上区分视

远区和视近区的作用范围。

[0030] 附图4是无界线双光镜片的自由曲面面型。在镜片视远区范围内，局部面型为球

面，曲率半径为150  mm。在镜片视近区范围内，局部面型也为球面，曲率半径为305  mm。剩余

的镜片非工作区域是视远区球面向视近区球面逐渐演变的过渡面型。各区域之间的面型是

连续光滑的，不存在物理面型的突变或跳变，没有可分辨的物理区域分界线。

[0031]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中心”、“纵向”、“横向”、“上”、“下”、

“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

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

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

本发明的限制。此外，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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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

连”、“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

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

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

发明中的具体含义。此外，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除非另有说明，“多个”的含义是两个或两个

以上。

[0033] 各位技术人员须知：虽然本发明已按照上述具体实施方式做了描述，但是本发明

的发明思想并不仅限于此发明，任何运用本发明思想的改装，都将纳入本专利专利权保护

范围内。

[0034]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上述实施

例，凡属于本发明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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